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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农民问题自古以来就是

中国的头等问题。毛泽东对中国农民问题进行了系统科学

的研究，提出了解决中国农民问题的观点，形成了独特的农

民思想。通过分析毛泽东的农民思想，结合思想产生的背景

及其发展进程，对解决现在的“三农问题”能够提供重要借

鉴。
一、毛泽东的农民思想产生背景

毛泽东的农民思想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而且与

其生长环境和实践经历有着密切的联系。
首先，毛泽东出身于乡村富农家庭，是地地道道“农民

的儿子”。他自幼生活在乡村，对农村、农民有着天然的亲

近。毛泽东有着深厚的农民情结，对农民有着极大的关注与

同情。可以说，毛泽东少时生长环境对他的农民思想产生有

重要影响。
其次，毛泽东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他熟读经史，喜

爱《三国》、《水浒》，敬仰历代传统治国精英，崇拜近代湘籍

名臣。[1]尤其是平均与大同的传统思想，建立起人人平均的

大同社会，对毛泽东的农民思想的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
第三，毛泽东的农民思想源于自己的亲身实践。毛泽东

从青年时代开始，就积极投身社会实践。在湖南一师期间，

就游学湖南，详细地了解了当时中国农村与农民的状况。大

革命时期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就是他亲身实践的典

范。这些亲身实践经历直接促进了他的农民思想的产生。
第四，毛泽东借鉴了西方近代思想尤其是马克思主义

有关农民的认识。这些思想包括空想社会主义、资产阶级民

主思想、泡尔生的伦理学，还有马克思主义对农民要坚持无

产阶级领导等论断。毛泽东结合中国的具体国情，将这些西

方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相互印证，促使形成了他的农民思

想。
二、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的农民思想

从 1924 年大革命开始到 1949 年新中国建立。这一阶

段毛泽东农民思想的首要观点是，农民是革命的主力军，农

民问题是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国民革命其实就是农民革

命。毛泽东非常重视农民。他深刻地分析了中国的具体国

情，中国是一个农业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是农民，工人阶

级的力量很弱小，仅凭工人阶级无法完成革命任务。唯有把

农民动员起来，革命才会成功。他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

告》中盛赞农民运动是极好的、是需要大力提倡的。虽然农

民是革命的主力军，但是只有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农民才

能得到解放，革命才能胜利。基于此，毛泽东提出了工农联

盟的理论，即“贫农和中农都只有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之下，

才能得到解放；而无产阶级也只有和贫农、中农结成坚固的

联盟，才能领导革命达到胜利，否则是不可能的。”[2]1949 年

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进一步提出，人民民主专政

的基础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联盟，而

主要是工人和农民的联盟，推翻三座大山和进行社会主义

改造与建设都要依靠这两个阶级的联盟，缺一不可。
毛泽东对农民经济根源做出了深刻分析。他明确指出，

农民问题的实质是土地问题。地主掌握土地从而剥削农民，

农民只有获得土地，才能实现经济上的解放。农民进行政治

斗争的目标就是为了获得土地。解决农民问题必须要解决

土地问题，消灭地主阶级，将土地分给农民。毛泽东依据中

国的具体国情和革命状况，提出农民必须掌握武装，才能成

为革命的主力军，保卫革命成果。他主张共产党应该帮助农

民建立革命武装。大革命时期他就提出：“湖南的革命当局，

应使这种武装力量确实普及与七十五县二千余万农民之

中，应使每个青年壮年农民都有一柄梭镖，而不应该限制

它，以为这是可以使人害怕的东西。”[3]

毛泽东对农村各个阶层做出了科学划分。他提出了划

分的双重标准，即经济地位和政治态度。在这里，经济地位

的标准忽略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方面的差异，而突出财产

状况和生活水平方面的差异。但毛泽东更重视政治标准，也

就是政治态度。他认为阶级除了是一个经济范畴外，还是一

个政治范畴。根据双重标准，毛泽东把农村阶层分为地主、
富农、中农、贫雇农。其中，地主阶级只占中国农村人口的

5%，富农阶级也约占农村人口的 5%，而中农约占农村人口

的 20%，贫雇农占到整个农村人口的 70%。
由此毛泽东得出，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革命的主

力军主要是贫雇农。贫农的特点是一穷二白三无权，革命性

最强。他盛赞贫农的革命性：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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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认为贫穷与革命有某种必然联系，即越穷越革命。这种

不科学的认识，对以后革命的发展，特别是建国后的一系列

运动造成了不利的影响。
三、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的农民思想

毛泽东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思想，特别是农民是革命

主力军的论断，为赢得革命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1949 年

新中国建立之后，面对新的历史时期，毛泽东在实践中不断

丰富他的农民思想。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农民思想的核心是对农民的

教育与改造。小农的私有天性及其对土地的渴望，决定了农

民本身有着局限性和狭隘性，无法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的任

务。马克思对 1848 年法国革命失败原因的论断就说明了这

一点。但革命战争时期的主要任务是取得革命胜利，农民的

无产阶级化不是首要问题。随着新中国的建立，这个问题的

解决迫在眉睫。因为，农民占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不通过

改造使农民无产阶级化，就无法建立社会主义社会。
毛泽东提出对农民进行社会主义改造, 使其成为无产

阶级。这种改造主要从经济因素出发，通过转变土地所有制

改变其小农阶级的天性，消灭小农经济和个体经营，促进农

业的发展。首先进行三大改造，土地所有权归属国家，农民

只享有土地使用权。此时农村仍然是分散落后的个体经济，

具有局限性，不利于生产力的发展。于是毛泽东提出要进行

农业合作，走互助合作的道路，促进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

展。农业合作由低级到高级，分为三个时期，先组织互助组，

然后是初级社，最后进入高级社，实现集体化。“在毛泽东看

来，通过集体化，将农村社会经济改造成单一的生产资料集

体所有制，这就便于统一经营，集中劳动和统一分配的实

行，既可以迅速地提高劳动生产效益，又可以避免贫富分

化，实现共同富裕。”[4]这种改造方法是可行的，能够实现农

民的无产阶级化，进而促进社会主义发展。但是，集体化运

动中过快过猛，强制参加等种种冒进的方法，却导致了错误

的结果。
毛泽东强调农业不仅需要合作化，还需要机械化和现

代化。实行合作化、集体化只是第一步，目的是为了做好积

累，然后再购买机械，发展现代化、机械化的农业，把我国建

设成一个工业国，使农民生活水平得到提高，成为无产阶级

中的产业工人，完成农民的无产阶级化。毛泽东十分重视对

农民的教育问题，通过文化教育，提高农民的文化水平，进

一步加快农民和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
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对农民和农业的重视有

增无减。他强调,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关系国计民生,对
社会主义建设有着重要作用，要重视农民与农业，加大农村

的基础设施建设。随着他对农民的过度重视，毛泽东晚年的

农民思想出现民粹化的倾向。他提出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

育，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用文化水平低的农民去教育知

识分子，将愚昧与无知看成光荣，就好像他在革命战争时期

的“越穷越革命”一样，也是一种社会的倒退，对我国的社会

主义建设造成了不利的影响。
毛泽东在晚年尤其强调平均主义，反对不平等和压迫，

他认为通过一大二公，大办人民公社，可以建立起他理想的

大同社会。出发目的是好的。但这是他早年空想平均主义的

泛滥。没有绝对的平均，平均主义是要不得的，盲目地追求

平均会挫伤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给生产力的发展带来消极

影响。
四、毛泽东的农民思想的借鉴

当前，农村发展相对滞后，城乡之间差距越来越大。农

民仍是最大的弱势群体，“三农问题”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

重中之重。“三农问题”不解决，社会主义现代化就无法实

现。借鉴毛泽东的农民思想，对“三农问题”的解决有着积极

的作用。
第一，重视农民，重视农业，注重农民的利益，重视改善

农民的生活。解决“三农问题”首先就要重视农民。农民和农

业为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做出了重大牺牲，这点是

不容忽视的。农民占我国人口的大多数，农民和农村不稳

定，社会就不稳定；农民和农村不富裕，小康社会就只能是

空想。可以说，“三农问题”关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成败。
所以，政府必须把“三农问题”放到更加突出的战略地位。

第二，近十年来，政府不断加大对农村和农民的财政补

助和政策支持，但更关键的是要为农民提供更多的教育服

务，提高农民的素质，培养新型农民。这是解决“三农问题”
的一条重要途径。只有农民自身能力提高，才有利于发展现

代农业，提高生产力，实现共同富裕。只有农民自身认识增

强，才能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第三，毛泽东的农民思想中的农业合作化和现代化对

解决“三农问题”也有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高效的现代化、
产业化农业才是我国农业发展的方向。我国现行的农业经

营制度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的统分经营。个体的农户

难以应对许多问题，所以要推行农业合作化，发展集体经

济，变个体经营为现代化大生产。现在国家推行的土地承包

流转不啻为对现代化大生产的有益尝试。
参考文献：

[1]温锐.毛泽东视野中的农民问题[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

社,2004.
[2]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3]欧阳斌，唐春元，王素琴.毛泽东农民问题理论的形成和

发展[J].人民大学学报，1994（3）.
[4]李佑新.毛泽东研究（第 1 辑第 3 期）[M].长沙：湖南人民

出版社，2006.

42


